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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自行車產業發展沿革 



1946~1970的萌芽期: 
• 一、裝配生產階段（1946~1951） 

• 二、零組件國產化階段（1952~1954） 

• 三、小廠紛立充斥階段（1955~1970） 

 
 

1971~1980成長期 

一、擴大輸出階段（1970~1974） 

二、產業轉型階段（1975~1980） 

     (一)淘汰時期（1975~1977） 

     (二)茁壯時期（1978~1980） 

      



1980~1990擴大成長期 

• 一、快速擴充期(1980~1986) 

• 二、產業升級與外移階段（1987~1990） 

•     （一）產業升級 

•     （二）產業外移 

 

1990~2000國際化時期 

一、產品研發階段 

二、產業國際化階段（1992 迄今） 



2000~2010產業高質化期 

• 1. 2003 年自行車成車廠「巨大」及「美利達」成立A-
team，致力提升自行車業在台灣的競爭力，創造差異化優
勢，成功塑造台灣為高級自行車研發及生產基地，創下我國
出口平均單價逐年攀升佳績。 

 

• 2.而從圖1 我國1991 年至2009 年自行車產業出口分析中，
可見我國自行車成車出口平均單價，與1998 年相比，十年
來成長約200%；與前一年度相比，平均以每年107%成長
。2009 年出口平均單價更達到290 美元。在業界的努力及
政府的協助下，自行車產業在10 內年通過了兩次嚴苛的挑
戰，此也使我國自行車產業更穩健、健康的發展。 



 2000~2010產業高質化期 



二、巨大機械(捷安特)介紹 

• 巨大機械由劉金標董事長於1972年在台中縣大甲
鎮成立。 

• 1981年創立「捷安特」品牌，並成立「捷安特股
份有限公司」負責業務銷售，在全球的生產工廠

有臺灣、荷蘭及中國大陸。  

 

 



公司簡介 

• 巨大機械（捷安特）公司於1986年開始在荷蘭
Lelysta設立歐洲營業處。 

• 成立早期是以OEM（委託製造代工）為主要生產項
目，主要是專為一家美國廠商 SCHINN（史溫）製
造自行車零件為主的代工工廠 。 



公司簡介 

• 80年代中期，高級比賽用車的原料「碳纖維」大
多是向日本方面進口，價格昂貴貴。當時巨大機
械找上台灣工業研究院尋求協助，在美國推出第
一款碳纖維車，震驚全球市場。巨大也成為全球
第一家自原料到成車完全可以一手包辦的公司。 



公司簡介 

•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30幾年以來，目
前不僅是台灣規模最大、品牌形象良好的自行車
專業廠商，另已於中國大陸及荷蘭設立製造工廠
，每年生產近500萬台各式自行車；建立了自有
品牌全球行銷網。   



企業發展史 

•1972－成立巨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980－成為臺灣第一大自行車製造商  

•1981－創立自有品牌捷安特及臺灣捷安特銷售公司  

•1986－在荷蘭創立歐洲總部  

•1987－創立美國總部  

•1989－創立日本銷售公司  

•1991－創立加拿大銷售公司  

•1991－創立澳洲銷售公司  

•1992－創立中國銷售公司  

•1994－巨大股票上市 （臺證所：9921）  

•1996－在荷蘭成立歐洲製造工廠.  

•2001－巨大邀請美利達共同發起A-Team  

•1997－創立崑山捷安特輕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1998－年產量達 2,840,000台  

•1998－買進日本HODAKA 30%股份  

•2002－贊助環法，正式註冊成立車隊，年產銷達 4,730,000台 



接連完成台灣環島、從北京騎抵上海的挑
戰，化身為推廣單車運動的「傳教士 」 



企業經營者 

一生都在製造自行車，卻在近古稀之齡才開始騎單車 

劉金標 先生 

生日：1934/07/02 

學歷：台中高工機械科 

現職：巨大機械董事長 

個人網頁：www.facebook.com/pages/King-Liu-/89261100996?ref=mf  

http://www.facebook.com/pages/King-Liu-/89261100996?ref=mf
http://www.facebook.com/pages/King-Liu-/89261100996?ref=mf
http://www.facebook.com/pages/King-Liu-/89261100996?ref=mf
http://www.facebook.com/pages/King-Liu-/89261100996?ref=mf
http://www.facebook.com/pages/King-Liu-/89261100996?ref=mf


企業經營者 

 

• 出社會後，在父親投資的大裕
產業公司上班 

 

• 投資屢次失利，後來去龍井海
邊養殖鰻魚。 

 

• 1969年因為颱風侵襲，使得鰻
魚大量流失，損失慘重。 

 

• 1972年，劉金標與友人集資四
百萬，成立「巨大機械工業公
司」。 

 



遇見創業伙伴羅祥安  

出生   1949.1.1  

學歷    新竹中學 台灣大學商學系  

現任    巨大集團  總經理  

經歷    巨大公司  副總經理  

榮譽   1982 年 當選第二十屆十大傑出青年  



• 從沒人能想到，一家位於台中大甲小鎮的小自行
車代工廠，竟然能創造出馳名全球的自行車龍頭
品牌，成功扭轉歐美市場對「Made in Taiwan」
的印象。 

 

 

小結 

• 創立前四年曾一度瀕臨倒閉邊緣的巨大機械，自
創品牌GIANT（捷安特）後突圍而出，在董事長
劉金標和執行長羅祥安這對金牌雙打的搭檔下，
三十多年後成為台灣最具價值的國際品牌 。 

 



(一)品牌經營與品牌精神 
  
      1.品牌定位策略 
      2.全球品牌布局 
      3.國際化經營模式 
      4.品牌再造 
      5.品牌成功因素分析 
 

三、捷安特品牌經營與行銷服務 



品牌定位策略 

• 「製造捷安特」轉型「品牌捷安特」 

• 目標成為「國際高級品牌」 



全球品牌布局 

1981年成立台灣捷安特公司 

1986年建立歐洲銷售公司 

1987年USA銷售公司成立  

1991年大陸設廠，將中國視為國際市場 

 
• 由於抽單的危機，巨大跨出品牌國際化的步伐又快又急，
幾乎每隔一年就進軍一個國家，全球布點首選歐洲，後美
國，再進軍日本、澳紐。短短五年之內，快速建立全球各
地的灘頭堡。 

 



國際化經營模式 

1. 堅持子公司百分百獨資 

2. 聘用當地人才 

3. 深化全球運籌管理 

4. 「獨特學」 設廠兼顧內外銷 

     「搶速學」一旦要做，就全速前進 

     「移民學」全面在地化 

「容錯學」績效是經驗的累積 

「高度學」世界知名品牌 

 



品牌再造─品牌三階段 

1).第一階段(1986年到1998年) 

高品質製造，做出全世界最好的自行車 

2).第二階段(1998年到2006年) 

運動行銷，贊助冠軍車隊，期望成為自行車
最專業的領導品牌 

3).第三階段(2007年迄今) 

Inspiring Adventure啟動探索的熱情    

 

 



品牌再造─ 
         捷安特新品牌精神 

品牌資產 

保有GIANT優良的

基因及血統 

品牌延展性 

帶領GIANT前

進未來，走在

世界趨勢前端 

品牌創新性 

形成與競爭者

的差異性 

啟動探索的熱情    
Inspiring Adventure 



品牌成功因素分析 

品質與創新 

是品牌的原點 
 

放眼全球的知名品牌，已經
沒有人談「品質」，因為這
是參賽入場券，企業必須不
斷創新、差異化經營，才能
高人一等。  

─ 巨大集團董事長 劉金標 

我們現在能坐在這裡笑談品
牌，是因為我們不停地否定
現狀，持續改善，這就是「
The GIANT Way」 

 ─ 巨大集團執行長 羅祥安 

 



G lobalocalization 全球混血經營學 

 I  nspiring Adventure 品牌再造、重新想像 

A ction 徹底實踐中學習最佳實務 

N avigator 專注本業、追求卓越、自我挑戰 

T  otal Cycling solution  21世紀自行車通路革命 

The GIANT Way 



願景宣言─內部行銷 

• 「與世界每個角落的人，分享騎乘的快樂
體驗。」 

• 徹底為零售(顧客)著想 

    (TRO, Total Retailing Orientation) 

• 每一位員工都是品牌大使 

   品牌願景宣言和其它的品牌遵循原則，做成
簡短、精美的兩頁式品牌指導文件 





• 長期贊助車隊，藉由比
賽奪冠，創造領導品牌
形象 

• 量身設計符合選手需求
的自行車及周邊產品，
以提升研發能力 

 

運動行銷 



社會行銷 

● 材質與包裝以可回收資源製作 

大地孕育自然，巨大律動大地 
以運動結合節能的新型態生活，打造環保時尚品牌 

● 配合政府政策推出電動車(最高補助8,000元) 

● 2000年成立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 
 (前身為財團法人捷安特體育基金會) 

 



服務行銷 

在全球設立了1萬多個專賣店和與數千家自
行車專賣店合作，藉由完整零售伙伴關係，
確保消費者獲得優質售後服務 

一地購車，全球服務 
徹底為顧客著想 



廣告行銷 

－ 
  

• 將捷安特展現在世界各地消費者的眼中 

世界的捷安特、捷安特的世界 

• 淡化製造思維，將觸角擴展至休閒生活路線 

分享騎車喜樂(Share the joy of ride) 

• 全世界一起體驗騎自行車探索世界，踩動世界的精彩 

啟動探索的熱情 



 
 

捷安特全車系 

四、捷安特的產品與研發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公路車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TCR系列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三鐵計時車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TRINITY系列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下坡車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GLORY系列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登山車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TRANCE系列 REIGN系列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XTC系列 ANTHEM系列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特別針對女性設計-Liv/giant 



產品特色 
捷安特主力商品 

特別針對女性設計-Liv/giant 



產品特色 
捷安特精品配件 



產品研發 

自行車構造圖 



產品研發 

由傳統產業邁入高科技產業！ 

先進的車架設計與材料研發 

ON ROAD 

OFF ROAD 



產品研發 

PERFORMANCE GRADE  

                               全方位運動競速等級碳纖技術 

MAESTRO MOVES MOUNTAINS  

                                 避震懸吊系統 

HIGH-PERFORMANCE GRADE  

                               超高性能專業競技等級碳纖技術 

XCELLENCE IN ENGINEERING  

                                 ALUXX鋁合金技術 

COMPACT ROAD DESIGN  

                                 獨創的傾斜上管設計 



產品研發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43fT55mupw 
GIANT自行車密碼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43fT55mupw


捷安特上了豐田汽車的癮！ 

五、捷安特的生產管理與A TEAM 



生產管理 

沒有豐田， 

         就沒有現在的巨大！ 

2002年中衛發展中心與工業局， 

還有豐田汽車投資的台灣國瑞汽車， 

輔導巨大機械導入豐田生產方式 

(TPS) 



生產管理 
TPS作業要項及特性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 (l ) 平穩化生產 (Uniform Flow)。 

• (2) 小批量生產 (Smaller Production Lot Sizes)。 

• (3) 快速換模，縮短整備時間 (Setup Time)。 

• (4) 製程設計與佈置 (Design/ Layout)。 

• (5) 全員生產保養制度 (TPM)。 

• (6) 多能工 (Multi-Function Workers)。 
• (7) 低庫存 (Lower Inventory)。 

 



生產管理 
TPS作業要項及特性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 (8) 高品質水準 (High Quality)。 

• (9) 團隊精神 (Team Work)。 

• (10) 良好供應商管理制度。(A TEAM) 

• (11) 作業標準化 (Standard Operation)。 

• (12) 持續的改善活動 (Continual Improvement)。 

• (13) 自動化 (JIDOKA)。 

• (14) 拉補制度 (Pull System)。 



生產管理 
TPS 體系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徹底消除浪費

自動化 剛好及時

目
視
管
理

自
動
化

同
步
化

生
產
平
準
化

改善方向

目標

思想

Just-in-Time  Jidoka  



生產管理 
TPS的基本架構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材料 製程 材料

機器人、人

生產指示

製品系統

作業系統

管理系統

剛好及時
(最少在庫量、在製品)

自動化
(自動生產、自動停止)

看板
(最便宜的管理方式)

Just-in-Time  

Jidoka  

Kanban 



生產管理 

2.及時生產 Just-in-Time 
 
生產與遞送零組件時的無間斷作業與後拉式生產制度 

1.自動化 Jidoka： 
 
人性化的自動化/指的是在生產原料過程中建立起品管防止錯誤發生 

F E D C B A 

   市場 原物料    工作站    工作站    工作站    工作站 

※拉式生產制度 

生產線的前端必須依照後端的需要與指示來生產作業,裝配時需要的零組件在必
要的時候,存放在生產線旁,讓零組件的庫存接近於零,減少不必要的庫存浪費 

TPS的基本架構   

(兩大支柱) 



生產管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M0N4dzewIg 

GPS   

(Giant Production System) 



A TEAM 

自行車產業的天龍特攻隊 



A TEAM 

台灣自行車業即將消失? 覺醒! 奮鬥! 圖存! 

2001年是台灣自行車業最慘的一年，由於業者大舉外移 

大陸，台灣出貨的數量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由顛峰 

時期的九百萬台，掉到四百萬台。當時，巨大早已在大 

陸設廠，但擔心這樣下去，萬一所有協力廠都到大陸去 

，留在台灣的巨大捷安特勢必也要整個搬去。 



A TEAM 

巨大機械與美利達於2003/01/01 發起了A-Team計畫，藉由差異化策略 

提供高附加價值的創新型產品，並以供應鏈整合的目標，結合國內的11家 

零件供應商，互相觀摩建立良性循環，採差異化策略，走高級品路線， 

擺脫價格競爭，重新打造台灣自行車王國。 

A-Team的成立理念：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 

                                     

                          The future of cycling 

緊密的夥伴關係 

                        致力於自行車的未來 



A TEAM 

工業局 

主導 

中衛發展中心 

國瑞汽車體系 

之資源 

導入TPS 

慧國工業輔導 

提升品質管理 

(Best Quality) 

台灣創意中心 

提供價值 

創新協助 



A TEAM 

A-Team活動的三大主軸 



A TEAM 

A-Team 協同產品開發資訊系統 



A TEAM 

完成TPS & 

QRS 

協同開發 
互相觀摩 

強化研發實力 

透過通路整合與 
銷售合作，快速 
回應消費者需求 

建立A-Team品牌 
產業鏈： 

技術推力(push) 
→市場拉力(pull) 

執行成效：縮短交期，供應鏈績效提升！ 

成車廠–下單到出貨: 30天→14天 

協力廠–交貨期: 21天→ 10天 

交貨頻率:每7天交貨1回→每1天交貨1回 

生產力20% up 

庫存量40% down 

空間節省30% down 

A-Team 三年有成 

※QRS：生產、設計快速反應系統 



A TEAM 

修正第一階段 

TPS 

TOM 

Best Quality 

Value  Innovation 

為第二階段主軸 

持續推廣TPS 

改善活動 

實力‧創新‧熱情 

活化‧深化‧進化 

建構台灣自行車島 

 

 

 

 

出口總值： 

2003年：580,000,000美元 

2006年：840,000,000美元 

2007年：1,050,000,000美元 

平均單價： 

2003年~2008年：150美元提升至257美元 

 

 

 



A TEAM 

A-Team 自行車展專櫃 



A TEAM 

A-Team的 A-Bike 



六、結論與心得 



結論與心得 



結論與心得 

1.GIANT自創品牌經營與行銷，堅持自我研發設計，精進生產技術， 

 創新策略價值，成功產業轉型擺脫價格被支配地位。 

2.A TEAM的商業協同管理的成功模式，可提供其他產業轉型變        

革的參考。 



 


